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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加强对公司债权人

利益的保护W
 左文军

财坛快语

公司债权人是指与公司发生债权债

务法律关系并持有权利的特定主体。实

务中, 债权 人作为公司的外部利害关系

人，所享有的权利极其有限，处于被动

地位 ；而股东却可以拥有参与股东大会

等 诸多权利，积极 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危害债权人利益的潜在因素包括诸多方

面：①在某些情况下，最低资本制度会

对债权人传递误导性信息。尤其是在出

资存在欺诈的情况下，将严重侵害债权

人的权益。②母公司有动机也有能力损

害子公司债权人利益。尽管在公司法理

论上，两者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但它们

之间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母公司往

往利用其控制地位，将子公司当成其推

行商业政策的手段。但依据“有限责任”

原则，如果子公司由于母公司的行为或

指示而造成破产，就会严重损害子公司

债权人的利益。③与债务公司有关的收

购、兼并行为发生时可能使债权人利益

受到侵害。在发生上述行为时，公司的

组织机构及各种法律关系会发生变化，

能够用来偿还合并前债务的财产可能会

减少。这对债权人来说是不利的。另外，

在变更前夕，股东还有可能提前将公司

的财产转移给与自己有关的其他企业。

债权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方式很多，其他

典型的表现还包括 ：股东以较少的资本

投入操纵公司高负债经营，进行商业冒

险行为；股东以关联交易的方式不公平

地转移公司资本 ；股东以利润分配的形

式掏空公司资本，等等。

公司债权人利益受到侵害的原因主

要有：一是股东具有特定优势。股东作

为公司资本的原始投入者或受让人，有

参与公司决策、对公司经营者实施监督

和控制的权利，而债权人在一般情况下

则无缘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更无法对

公司经营者实施监督和控制。二是关联

企业中存在的控制与从 属关系增强了从

属公司债权人的风险。从属公司虽然保

持着形式上的独立，但决策能力基本丧

失，尤其是财务决策能力移交给控制公

司，利润在关联企业间任意流转，都将

削弱从属公司的支付能力，危及从属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三是“有限责任”

原则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却把风险

转嫁给了其他资金提供者，尤其是债权

人。在《公司法》中，债权人仅被看作是

契约法的一种请求权人，除了依据与公

司所订立的契约主张权利外，对公司不

得有更多的权利。                               

笔者认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有

以下几个途径 ：一是债权 人参与公司

治理。利益相关者理论 认为，股东、债

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者都是平等、独

立的公司利益主体，公司的经营目标是

全 体 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股东

不是公司治理的唯一主体。债权人作为

财务资本的出资方应主动地参与公司治

理，通过以债权人的身份进入董事会或

监事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有关决策以保障

债权的实现。债权人一方面通过掌握必

要的“投票权”来主动保证债权的安全；

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财务控制权相机

治理机制，在债务人资不抵债的情况下

掌握债务人的财务控制权，通过债务重

组、破产清算等形式尽可能地减少债权

损失。二是深化资本制度改革。首先，应

当创新公司资本理念。打破原有的以注

册资本信用为中心的规则，建立债权人

利益保护体系。同时，应将资本信息披

露、阻止公司资产向股东不当流失、揭开

公司面纱等作为保护公司债权人的有效

措施来构建。其次，应探索资本信用体

制模式。资本信用包括注册资本的信用、

公司全部资产的信用、信用的破产三方面

内容，所以资本信用体制的基本模式应

该涵盖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公司资

本的公示制度、资本的充实及债权人求

偿权的保护与完善等内容。三是完善公

司债权人保护的司法诉讼制度。于 2006

年 1月1日开始施行的《公司法》对公司

债权人提供了更多保护，但这些措施都

是针对债权人的利益受到直接侵害的情

况。现行《公司法》第152 条在股东利益

受到间接损害时赋予了股东为公司利益

提 起派生诉讼的权力。借鉴该规定，应

赋予公司债权人派生诉讼提起权，这不

仅可以为债权人利益在司法诉讼方面提

供更全面、更强有力的保护，而且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有助于更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公司董事等

经营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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